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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卓越的重要抉择

2012 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目是“预
测”，当时我在接受 《文汇报》 采访时
强调，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基于对未
来的预测，而同学们对未来的预测可以
改变未来。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旅
行，旅途中有坦途也有坎坷，更有数不
尽的各种选择，从吃饭穿衣到升学就业
等。尽管其中大部分的选择对人生的影
响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但当我们回望
人生路时，却清晰地看到在关键节点处
的选择如同珍珠一般串成人生之网中闪
亮的链条。回顾我所走的道路，其中的
重要选择点包括：去哪里读大学、大学
毕业去哪里工作、是否要读硕士和博
士、是否要做博士后和出国 （境） 工
作、是否要回国、是否要从事行政管理
等等。今天的年轻一代日后也会面临类
似的选择点，不同的选择很难简单地评
价好坏，不同的道路都可以成就有意义
的人生。以下就分享我的两个分别关于
学术和行政道路选择的经历。

求学阶段选择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看
似与学术无关，却对我的学术道路产生
了重要影响。我有一个从小就养成的习
惯：喜欢逛书店。读大学之后，这个习
惯又拓展为喜欢泡图书馆翻阅各种期
刊。1990 年的一个冬日，当时在南京
师范大学读研的我在新华书店偶然看到
了一本译作 《混沌：开创新科学》。在
此之前，我记得 1978 年自己还是一个
懵懂少年时，读到徐迟的传遍神州大地
的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 的激动，
对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憧憬和对数学家
陈景润的崇拜。看到美国科普作家詹姆
斯·格雷克的这本 《混沌》，给我带来
了醍醐灌顶的感觉。它并非介绍一个人
围绕某个公认的科学难题的艰辛攻关，
而是一群勇于打破常规的科学家开辟新
疆土的执着奋斗。当然，当时自己还不
可能想到今后会从事混沌相关的研究。

1995 年的一个秋日，当时我在东
南大学攻读控制理论与工程专业的博士
学位，导师给我布置的研究课题是随机
神经网络用于控制系统的理论方法。那
天我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了《Nature》上
的一篇题为“用小扰动控制混沌”的综
述文章。1990 年看到 《混沌》 一书时
的震荡瞬间再度被激发，通过进一步查
阅文献，我萌发了转为研究混沌控制的
冲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阅读和思考，
终于还是追随内心，向导师宋文忠老师
提出能否更换课题，研究基于控制理论
的混沌控制方法。宋老师开明地说，他
对混沌也不了解，无法给我具体的指
导，但是如果我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
自己尝试一下。

说实话，当时的控制界还鲜有人
研究混沌，我的选择是有风险的。但
由于这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为了能够顺
利毕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经常每
天早上第一个到实验室，通过仿真实验
检验各种想法是否有效。尽管有想法经
常失败的苦恼，我却深切体会到了因为
热爱而忙碌的快乐。热爱是一种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能力。回过头
去看，如果没有平时养成的喜欢在查
阅专业文献之外，翻阅其他期刊的习

惯，我估计就不会看到 《Nature》 上
那篇混沌控制的文章。如果没有之前

《混沌》 那本书的潜在影响，即使看到
这篇 《Nature》 文章，我应该也不会
在意；如果没有敢于追随内心、喜欢
尝新的勇气，即使看了那篇文章后心
动，估计也不会选择更换博士学位论
文课题。后来，当我看到美国诗人罗
伯特·弗罗斯特的 《未选择的路》 这
首诗时更是深有感慨：“一片树林里分
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
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2002 年元旦，我选择提前结束在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回国到上海交通大学电信学院任教，并
于当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04年9月，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担任系主任的机器
人专家郑元芳教授应聘担任了上海交大
电信学院院长。郑院长上任后随即启动
了副院长竞聘程序，而从未有过行政管
理经历的我抱着特别希望学习先进管理
经验的想法，主动选择应聘，经过选拔
担任了学院副院长，开启了学术研究和
行政管理双肩挑的新旅程。

2009 年下半年学校考虑成立致力
于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的致远学院，
由张杰校长兼任院长。2009 年 12 月的
一天，我接到张杰校长的电话，动员我应
聘致远学院常务副院长岗位。于是我就
报了名并参加了岗位竞聘面试。但是，
当时我对是否要选择接受这个挑战还是
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我在电信学院
担任副院长期间，我的学科和实验室毕
竟都是在学院的，可以统筹兼顾学院行
政管理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其间我先后
分管过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基础研究、
研究生教学和国际化，但就是没有分管
过本科教学，缺乏本科教学管理经验，要
开创面向拔尖学生的培养改革难度可想
而知。一旦选择了致远学院，这就意味
着几乎没有回头路，要全身心投入才有
可能取得突破，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肯定
会产生大的影响。因此，我曾向学校表
达了自己尚未考虑清楚的想法。后来我
终于选择接受这一挑战，理由包括：一是
觉得学校确实对成立致远学院非常重
视，校长又亲自兼任院长，学校的决心对
于推动改革非常重要；二是觉得自己这
些年的成长与学校的支持也是分不开
的，学校对自己这么信任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我可能确实是较为合适的人选，
也让我增添了一丝“舍我其谁”的气概；
三是尽管知道去了致远学院会对自己的
学术产生影响，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通过
锐意改革培养出一批英才，那么也是对
国家作出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
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
无比光明。”因为梦想，所以选择。我
曾经在 《致远筑梦》 一文中写道：“一
个时代有多伟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
让年轻一代拥有各种美丽的梦想并为这
些梦想的实现提供清新的空气、纯净的
水和绿色的土壤。”

（作者系上海大学副校长）

因为梦想，所以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 汪小帆

汪小帆，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上
海市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分别于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和东南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淮海工学院 （现为江
苏海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大学工作。

长期从事网络科学研究，出版《网络科学导论》等著作。曾获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2002）， 入 选 教 育 部 长 江 学 者 特 聘 教 授

（2008）。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4）、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 （2015）、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2022）、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3） 等。现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FAC） 信息物理制造系统协
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 人物简介

（一）

“孩子五岁生日的前一天晚
上，我们一家正布置环境准备为
儿子祝贺生日，突然儿子从后面
勒着妈妈的脖子，使劲拽着不
放。”回忆初次发现孩子的异常
表现时，晓林爸爸仍然有些激
动，“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和生
气。”

然而批评并没有换来理想的
教育效果，更让晓林爸爸感到崩
溃的是，他逐渐发现，孩子的问
题正在愈演愈烈。“在那之后我
们就发现孩子有很多不对劲儿的
表现。有一次我们去围棋班接送
孩子，发现他在课堂上坐立不
安，老师在讲课，他发出怪叫
声。甚至在前面同学起立回答问
题的时候，他会把同学的椅子撤
掉，看同学摔倒，他却没有愧疚
的感觉。就连平时在写作业的时
候，也不自觉地有敲打桌子等一
系列迥异的表现。”在长时间的
观察下，晓林一家还发现孩子在
不同阶段还有着不同的症状表
现，如眨眼睛、吸鼻子、嘟嘴、
怪叫、甩手、惊悚等。

回想起那段经历，晓林爸爸
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和爱人的迷
茫与痛苦。“我们完全不理解孩
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带着困
惑，晓林一家准备前往儿童医院
进行检查。“在排队的时候我们
遇到一个跟孩子小时候症状一样
的孩子，已经16岁了，连手机都
拿不稳，一边甩头、蹬脚、甩
手，一边还得看着手机。”在沟
通中，晓林一家了解到，这个孩
子是在五六岁时被确诊的。为了
治疗，他的爷爷和爸爸花了十年
时间在全国各地寻访名医，但仍
然没有找到好的治疗办法，反而
情况还越来越严重，当时还处于
辍学状态，无法正常完成学业。

“当时我们的孩子五岁多，一听
到患者家属说孩子小时候跟我们
孩子症状几乎一样，又想到以后
可能要面临他们一家所面临的情
况时，我和爱人都吓得够呛。”

采访进行到这里，晓林爸爸
再次情绪难以自抑：“我的妻子
当时就崩溃了。原来我们错怪了
儿子，儿子身上出现的是一种需
要我们关注、帮助的疾病。”

（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孩子突然出
现了抽动症？一时间，这对夫妻陷
入了迷茫。

他们开始回忆起孩子曾经的成
长故事，“小时候他走路、识字、
表达和同龄孩子相比都又快又好。
他以前在棋院下围棋，回来消化了
老师讲的东西之后，还会出题给我
们做，直接在棋盘上摆出来变着花
样来考我们。钢琴课上，通常老师
一节课都只教一首曲子，但小晓林
一节课总能很轻松地学会两首曲子
……”晓林爸爸幸福地回忆。

聪明可爱的晓林曾让一家人的
生活充满了希望，慢慢地，父母也
开始对他有了更高的期待，“我们
察觉到孩子有很多异于常人的地
方，觉得一定要好好培养孩子，便
给予了孩子很高的期望，为此也做
了很多努力，让孩子有机会接受一
些大脑认知上的训练。”

“也许是拔苗助长了，过早地
干预了孩子大脑的正常发育。”晓
林爸爸有些懊悔。“有时候，我们
会对孩子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出门
穿鞋时，我们会掐着秒数，10秒背
上书包，20秒穿上鞋。”

这一切对于性格有些内向、敏
感的晓林来说，也许逐渐成了内心
深处的压力，“慢慢地孩子情绪开
始暴躁。”“后来我们了解到这种情
况是因为情绪长时间没有得到疏
解，持续的压抑导致的。”翻阅了
各种科学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晓林爸
爸在采访中感慨着。

（三）

“在这种情况下，后悔也没有
用，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到适合的教
育方法来帮助孩子康复。”

“最开始，看到孩子的各种表
现，就恨不得去踢孩子，太着急
了。”晓林爸爸坦言，自己从最初
完全的排斥再到去理解和接纳，用
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几年时光中，晓林爸爸经历了容
忍、接受再到引导的转变，这一路，
他也不停地在调整着自己对教育的认
知。“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如停了围
棋课、停了钢琴课、接受感觉统合训
练、亲近大自然等，生活中少了条条
框框，也少了无端的催促……经历了

很久的迷茫后，我们又开始查阅资
料，了解帮助孩子成长的‘正确方
向’。”作为一名有着师范大学学习经
验的父亲，他坚信科学的教育方式一
定可以解决孩子成长面临的困境，但
面临孩子的成长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
停歇，如饥似渴地补充着哲学、心理
学、教育学等各种可能对孩子成长有
帮助的知识。

然而小群体规模的病症，也曾让
晓林爸爸多次犯难。“因为对病症本
身缺少明确的途径和治疗方法，最
初，我们只能依靠其他相同情况的家
长来分享经验，在对他们提供的经验
进行摸索、消化的基础上，使其变成
自己可以理解的、对孩子有用的教育
方法。”回忆那段时间，晓林爸爸强
调说：“是漫长且痛苦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持续的
学习，晓林爸爸掌握了更多引领孩
子成长的新方法，也认识到若想解
决孩子的问题，关键是要转变自己
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去尝试做我
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孩子的工
作。很多家长总是会习惯性地要求
孩子，有时却看不见孩子的诉求。”

慢慢地，晓林爸爸认识到原来
做父母也一样要不断学习，他自己
也实现了从“要求者”到“倾听
者”的转变。“我们要关注孩子的
情绪，思考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了解了孩子的情绪后，才能慢慢走
进孩子的心里，与他们建立有效的
沟通渠道。”

（四）

随着教育观念态度的转变，晓林
爸爸与孩子越走越近，他愈发能理解

孩子的各种表现了。“后来我总结，
面对孩子的情况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
作，第一是接纳，第二是包容，第三
是充分地认识孩子，最后就是专业性
的指导。”

晓林一家因为担心孩子在病症的
影响下会变得内向自卑，便开始尝试
带孩子进行各种活动探索。一次偶然
的机会，晓林一家开启了一场公益之
旅，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帮助了如自
己一样的若干个家庭和孩子的成长。

在一次晓林自发组织的捡拾垃圾
的活动后，晓林爸爸看到孩子脸上洋
溢着从未见过的喜悦感和成就感。

“那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孩子
从小就很有爱心，我们也想让孩子能
在实践中有更多收获和价值感。”一
切果然如晓林爸爸所期待的，随着公
益活动参与次数的不断增加，晓林也
从一名参与者，逐步发展为组织者，
从小实践者变为小主持人，一次次的
探索带给这个家庭新的惊喜。现在晓
林一家最初参与创设的公益组织已经
有上千个亲子家庭加入。“在活动
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家长在教育子女
的过程中，存在过于焦急、过于想把
自己的要求传递给孩子的现象。”“在
公益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让
更多的孩子能够热心公益、在社会服
务中体会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
围绕不同的教养理念开展交流学习，
以帮助越来越多的家庭实施科学教
养。”在谈到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办初
心时，晓林爸爸介绍说。“虽然现在
组织的各项活动需要消耗我们很多时
间、精力、金钱，但是我们还是要坚
持做下去，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更
多的家庭。”

（注：本文中晓林为化名）

做家长需要学点做家长需要学点““教育学教育学””
——倾听一位抽动症孩子家长的心声

本报见习记者 朱英杰

在一场脑科学家长座谈会上，我们初识了晓林爸爸，台上
几位家长的分享中，提到孩子的成长他多次哽咽。在他的分享
中，在场的大部分听众接触到了一个新名词——抽动症。原来
晓林小时候，就曾被确诊过抽动症。面对这个并不被大众所熟
知的心理健康症状，晓林爸爸和妈妈焦虑过、懊悔过。而今，在
他们持续对科学教养方式的学习和探索下，孩子得以在轻松愉

快的环境中全面发展、茁壮成长。据爸爸介绍，晓林在小学毕
业时，还获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

晓林一家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成为一名能够帮助孩子
健康成长的家长，还有哪些功课需要做？日前，本刊记者对
晓林爸爸进行了专访。

——编者

孩子抽动症的表现一般开始于4
岁-12岁，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抽
动症往往始发于眨眼睛，闻东西(吸
鼻)，清嗓子或者是咳嗽，抽动的严重
程度和频率波动都很大，抽动的时间
也非常频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这些症状会出现大爆发，或者是
偶尔出现，其中1%-2%的孩子会受到
慢性的持续性抽动或者是抽动秽语综
合征的影响，对孩子的心理、学习、生
活都会带来严重的干扰。性格内向、
敏感脆弱、脑发育不成熟的儿童容易
患上抽动症，孩子看电影玩游戏，受到
刺激受到惊吓；剖腹产、早产等因素导
致挤压不足神经过于敏感脆弱；孩子
身体体质弱，发育不良；父母管教过
严、惩罚过多、对孩子忽视或虐待均可
导致抽动症的发生。

医学博士、发育行为儿科学主任
医师马骏教授介绍，儿童抽动症以男

孩儿居多。马骏教授建议：当发现儿
童有抽动时必须评估，造成孩子抽动
的原因有链球菌感染史、抽动家族史
及家中遭遇意外事件、家长对孩子的
学习期望太高等。在临床评估中，虽
然儿童有抽动症状，但程度较轻，不影
响学习、情绪、交流和生活，家长不要
过于焦虑，可以不治疗。但倘若抽动
已引起儿童不适，造成学习下降、情绪
不稳定，感到自卑，影响同伴交往时，
则应当接受治疗。

专家指出，治疗儿童抽动症一定
要从源头上入手，医生、患儿、家长、教
师多方面密切配合，积极、认真、细致
地寻找和发现家庭、学校环境心理致
病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从源头上去
除致病因素，方有望从根本上治愈儿
童的抽动症，并遏制共患病的发展，避
免造成更大的功能损害。

（朱英杰据网络资料编）

儿童抽动症

在北京市北辛安第一社区携手北京绿娃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的“访古绘
新”活动现场，晓林 （右一） 正在协助组织活动。 见习记者 朱英杰 摄

链接

采访前，记者看到了晓林
爸爸的微信头像——一张他把
儿子扛在肩上眺望远方的照
片。“无论我和孩子去哪儿
玩，总是喜欢把他架到我的脖
子上。我希望能让小小的他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采
访后的很长时间里，晓林爸爸
的这句话都在记者脑海中萦
绕。

在采访中，我们切实感受
到了一位父亲的执着与坚定。
他一次次地说，这么多年，他
和妻子从未想过放弃；从始至
终，他都坚信一定会带孩子走
出这个阴影。

值得欣喜的是，带着这份
坚定及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学
习，晓林爸爸做到了！如今，
晓林不但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还成长为一个举止大方、有担
当、积极上进的少年。一个周
末，记者走进了晓林爸爸负责
组织的公益实践活动，遇到了
已经比爸爸还要高的晓林。在
活动现场，他正在协助爸爸一
起带队、主持。过程中，他所
展现的大方、利落与阳光，让

人很难想到这个少年曾经会和
“抽动症”联系在一起。

透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
名有着心理健康障碍的孩子成长
的不易，更看到了一名能引领孩
子健康成长的家长的不易。他们
渴望得到专业的实践指导，渴望
得到同学老师们的理解。渴望的
背后因为有希望，而希望之源就
在于父母的坚持，在于他们一家
不轻言放弃的信念。

正所谓，做父母也是一门功
课。也许每一位父母在教育自己
的子女中，都会面临这样或那样
的困扰。因此，在晓林一家的故
事中，我们都可以从中汲取力
量。这份力量中有晓林本身的上
进与勇敢，更有着晓林父母无私
的爱与不断地学习与成长。

借助这位父亲的反思，我们
也希望能促使更多家长尝试用孩
子的视角理解孩子，不把孩子当
成“小大人”，学会包容孩子们
的 “ 年 少 无 知 ” 与 “ 初 学 缓
慢”，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他
们的需要，打开与孩子们友好沟
通、互动、携手健康成长的心
门。

采访手记：

图 为 汪
小 帆 委 员

（右一） 前往
学 生 社 区 ，
与 上 海 大 学
钱 伟 长 学 院
学 生 深 入 交
流。


